
每年冬季都是肉鹅出栏的旺季，此时的价

格也是一年中较高的时候。2022年对广大肉

鹅养殖户来说是个非常好的年份，肉鹅价格较

往年上涨幅度较大，养殖利润也增加很多。面

对利好时机，业内人士建议养殖户要尽快整合

力量，把鹅产品的加工做好，争取增加更多的

利润。

活鹅价格大涨

六安市鸿圣养殖场创办人王仰圣养殖皖西

白鹅已经十年了，1月12日，他又卖出去150多

只活鹅，说到当前的市场行情，他非常开心。“目

前皖西白鹅的出栏价格已突破每斤23元了，比

去年同期涨了7元。”王仰圣说，2022年他养殖

皖西白鹅3500只，养殖周期8个月左右，从去

年12月初开始陆续出栏，目前销售非常顺畅，

供不应求。

他告诉记者，前几年皖西白鹅的价格非常

低，每斤只有11元，一只13斤重的大鹅利润只

有不到12元，等于白忙了一年。但是去年冬季

以来的价格非常高，每只同样规格的大鹅利润

达到90元左右。

刘杰是灵璧县朱集乡的养鹅大户，从2016

年开始，他每年养殖出栏肉鹅3万只左右。“我

养殖的是肉杂鹅，养殖周期是75天左右，出栏

体重达到8斤左右。”据刘杰介绍，前几年冬季

每斤肉鹅的价格是6元，一只肉鹅只能卖50元

左右，利润非常低，不到5元。而2022年冬季

一斤肉鹅的价格是14元，一只肉鹅能卖100多

元，利润高达40多元。“我们周边的江苏徐州、

宿迁等地的肉鹅价格更高，整个市场都比较

旺。”刘杰说，他又订了5000只鹅苗，准备养殖

到今年清明节前后出栏。

加工鹅制品利润更高

“每年冬季，是咸鹅的销售旺季，今年的价

格非常高。”王仰圣说，为增加收入，他去年冬季

宰杀腌制了1500多只咸鹅，今年当地价格每只

咸鹅能卖到300元左右，比活鹅多卖100元左

右。“每只咸鹅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0多

元，而且早就预定一空了。”据王仰圣介绍，咸鹅

主要是卖给当地人，他最近半个月通过微信朋

友圈，预售了600多只咸鹅，不少顾客买了好几

次，根本不愁销路。

怀远县淝河乡养鹅大户崔习平前几年上马

卤鹅项目，如今每年销售近5万只卤鹅。“今年

活鹅价格上涨不少，俺们这里每斤活鹅卖14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元。”崔习平向记者介绍

了今年春节前的肉鹅市场行情，由于活鹅价格

上涨，他加工的卤鹅价格也水涨船高，每只卤鹅

的批发价格还能达到150元，比活鹅多卖40元

左右。“加工后养殖利润更高，所以有条件的养

殖户还是要及时上马加工项目。”

养殖量减少是主要原因

为何今年春节前的肉鹅价格上涨这么

多？据省农科院畜牧所家禽养殖专家夏伦志

介绍，首先是前几年冬季肉鹅价格过低，很多

养殖户失去信心，退出养殖。这样就造成

2022年冬季肉鹅出栏量少于前几年，供不应

求，价格自然走高。

其次是饲料价格的上涨，让肉鹅养殖成本

增加。“2022年饲料连续调了好几次价格，比往

年同期上涨了近30%。”夏伦志说，养殖成本的

上涨也是目前肉鹅价格回升的重要因素。

“建议肉鹅养殖户整合资源，创造条件，尽

快上马深加工项目，争取利润最大化。”夏伦志

说，很多市民的消费习惯还是买咸鹅、卤鹅的居

多，因此养殖户应该尽可能做好肉鹅加工，让养

鹅利润多增加，这样才能真正把养鹅事业坚持

下去。此外，养殖户在冬季要精心养殖种鹅，加

喂精饲料，为节后养殖打好基础。 （刘刚）
【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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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

“下地笼！”近日，在广

西崇左市大新县堪圩乡芦

山稻虾养殖基地，随着技

术员一声吆喝，工人们开

始往虾塘里铺设地笼，准

备捕捞 2023 年第一波小

龙虾。“当前，基地内共有

一万多斤小龙虾达到出售

条件，养殖户们都希望在

春节来临之际抢先上市，

获得个好价格。”芦山稻虾

养殖基地主要负责人戴佰

祥说。

该基地主体位于堪圩

乡芦山村板艾屯。2021年

5月初，贵港市金祥龙生态

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崇

左分公司进驻当地，在堪

圩乡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通过土地流转，推动了

项目的建成和运营。项目

前期投入 300多万元，承

租农田近 880亩，开辟了

31个虾塘。

“经过排水工程、水田

深挖等技术，基地内高标准

基 本 农 田 覆 盖 率 达

100%。”戴佰祥介绍，目前，

农田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

善，不仅可以养殖小龙虾，

还可以种植水稻，有效提高

农田的综合利用率。

“得益于堪圩乡良好

的生态环境，投苗成活率

高达95%，虾苗经过50天

的饲养便可捕捞上市。”技

术员杨钒说，2022年3月，

基地的小龙虾开始售卖，

不仅深受本地群众的喜

爱，而且远销广州、上海、

北京等地，产品供不应

求。“在丰收期，基地每天

可产出1350公斤成虾，单

日创收10万元以上。”戴佰

祥自豪地对笔者说。

该项目自进驻以来，对

稳定当地水稻种植面积、促

进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

极作用，为附近村民提供了

多个就业岗位。据统计，

2022年，该基地给当地村

民发放工资达80万元。

目前，该基地面积扩大

到1300余亩，并通过承包

的方式，外包给附近村民，

有效带动当地村民增收。

何东高便是承包户之一。

当天，何东高正在承包的虾

塘里收地笼。在塘里放了

一天一夜后，笼子里已经装

了不少小龙虾、明虾等。

“看着这个基地的小龙

虾这么受欢迎，价格也很高，

感觉很有市场，我们便承包

了33亩水塘养殖小龙虾。”

何东高说，承包虾塘后，他不

用到外地打工，也可以有可

观的收入，看到家乡发展得

越来越好，心里也很开心。

截至目前，基地的养

殖户达到了10户，承包面

积共1200亩。“技术员每

天调控、监测水质，防止小

龙虾发生病变。同时，基

地为养殖户提供课堂教

学、现场指导、小龙虾回收

等服务，让他们放心养

殖。”杨钒说。

（宋英娇 曹琦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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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鹅效益趋好 加工销售利高

冬季，养猪都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专家

建议，冬季养猪要注意猪有“五怕”，养殖户一

定要从五个方面提前预防，这样才能让猪安全

过冬。

怕冷。猪的适宜生长温度，初生仔猪32-

35℃，保育猪20-22℃，中猪大猪15-20℃。低

温对猪生长增重影响较为严重，当猪舍温度低

于适宜温度的下限时，每降低1℃，日增重减少

17克左右；如果舍温下降至4℃以下，增重速度

下降50﹪，增加饲料消耗量1倍以上。

怕潮。不同猪的适宜生长湿度，仔猪

50%-70%、40-80 公斤的育肥猪 70%、80-

110 公斤的育肥猪 80﹪、繁殖母猪 55%-

80%。冬季相对湿度高的猪舍内的仔猪，平均

增重比对照组低48%，且仔猪易发生下痢、肠

炎、诱发仔猪副伤寒等疾病。可通过通风、增加

日光照、铺设干垫料来解决。

怕凉。当水温、料温0℃时，把这些水、料

温升高到体温39℃的水平，猪体就要消耗682-

878千卡的热能，也就等于每天0.5-0.75公斤

的精饲料就白白地消耗在维持体温上。因此，

在冬季饲养仔猪和母猪，最好喂温料温水，温度

以37℃左右为宜。

怕风。猪在冬季最怕“穿堂风”和“贼风”，

不仅会降低舍温，更容易引起感冒、中风、风湿

等疾病。冬季猪舍必须堵风洞、挂草帘、关严门

窗，防止“贼风”吹入，影响猪生长发育。

怕病。如果冬季猪舍温度低、湿度大、卫生

差、通风光照不好，猪只容易患病。因此，必须

加强饲养管理，保持圈舍通风换气、清洁干燥，

定期对圈舍进行消毒，同时要做到观形态、观精

神、观釆食、观粪尿、观呼吸，一旦猪患病要及时

诊断，尽早隔离治疗。 （李庄）

冬 季 养 猪“ 五 怕 ”

皖西白鹅出栏价突破每斤23元，比去年同期涨了7元

饮水 保持饮水充足是饲养绵羊必不可少

的工作，水源可来自于河水、井水以及泉水。而

在山区饲养的，一般要在山沟处饮水，这时下坡

时一定要缓慢，控制好羊群的速度，避免羊群出

现踩踏现象。到达饮水地点后，不要让羊群立

即饮水，要待喘息稍定再开始饮水。如果饮水

是井水，在冬季时要随打随饮。

喂食 在饲养时要做好饲草、饲料的储备工

作，在冬季寒冷季节，草料枯萎，没有饲草来源，

所以在平时要做好饲料、饲草的储备工作，保障

供给。绵羊在喂食时要准备相应的喂食工具，

这样可减少草料的浪费，提高饲料的利用率，饲

料可使用胡萝卜、土豆以及甜菜等常见的蔬菜

切碎后喂食。不管是饲草还是饲料，都要保证

新鲜，不要喂食霉变、变质的饲草和饲料。在饲

养时要注意精粗饲料比例，如果是放牧绵羊，可

在早晚时补喂精饲两次。

喂盐 在饲养绵羊时，除了要保证饲料和饮

水充足外，喂盐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食盐能

提供绵羊生长所需的钠和氯，还能刺激食欲、增

加饮水和采食量，加快绵羊的机体新陈代谢，有

利于抓膘和保膘。一般每只成羊每天需供应

10克以上的食盐，而羔羊则在3~5克即可。喂

食时可让其自由舔食，或者在饲料搅拌喂食。

管理 羊舍的环境一定要干燥、通风、温暖、

卫生，还需配备简易食槽、草架及饮水设施，如

果条件允许，可加盖塑料棚做好保暖措施。另

外，圈舍一定要定时打扫，勤换垫草或垫土，做

好消毒工作，防止细菌和微生物的传播，导致绵

羊感染疾病。 （甘农）

冬季绵羊养殖 技术要点

1 月 12 日，在新年来临之际，亳州

市谯城区牛集镇郭楼村西河坡养殖家

庭农场养鱼场拉开冬季捕鱼序幕，渔民

们加紧进行冬季捕捞作业，水面上呈现

一派鱼跃人欢的丰收景象。近年来，牛

集镇充分依托当地水资源优势，采取

“家庭农场+基地+农户”模式，进行规

模化生态养殖，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通讯员 武清海 摄

水清鱼肥迎新年水清鱼肥迎新年


